
农产品加工：连接上下游 富民又增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农产品加工业连接工农、沟通城乡，行业覆盖面宽,产业关联度高,中小微企业众多,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作用强。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利于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创新创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覆盖面宽,产业关
联度高,中小微企业众多,带动农民就业
增收作用强。近年来，各地纷纷采取措
施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了农村
创新创业和农民增收。

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吉林省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带动大荒地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
米加工企业。近几年来，大荒地村以东
福米业公司为主体，组建了由粮油贸
易、神农庄园、神农酒庄、神农养殖基
地、小额贷款、农机服务中心为一体的
集团公司。

吉林市东福米业公司总经理刘延峰
告诉记者，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高
端大米的生产与加工，为了确保粮源品
质，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建设绿色稻米
种植基地，公司把全村1300公顷的土地
流转过来，全部建成了旱涝保收的高标
准农田，大大提升了一产生产能力和经
济效益，提升了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
辐 射 带 动 近 8000 户 农 民 发 展 订 单 农
业。公司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稻米
生产线，从单收单储、生产加工到低温
冷藏，严格规范产品质量各个环节。东
福公司注册的“大荒地”商标，2014年
初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还在
大荒地村建起吉林神农温泉度假村，包
括农业博物馆、农业观光园、温泉游泳
馆、神农宾馆和仿古王爷府等。神农庄
园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认为全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专家认为，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天然的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特征。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能够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
农业价值链，实现农业多层次增值增效，
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不
可或缺的核心性支柱，更是补齐农业现代
化短板的关键性环节。众多数据分析表
明，粮油薯经过加工可增值 2 至 4 倍，畜
牧水产品经过加工可增值 3 至 4 倍，果品
蔬菜经过加工更是可增值 5 至 10 倍，产
业效益倍增，产品种类增多，农产品原料
综合利用率全面提升，提高了农业产业的
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但是，我国农产品加工水平与国外
还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率
只有 55%，而发达国家是 80%，相差 25
个百分点。其中果品加工率只有 10%，
世界水平是30%，低20个百分点；肉类
加工率只有 17%，更是低于发达国家
60%水平的43个百分点。

为了切实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融合
发展水平，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等单位日
前发起成立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联
盟。“这将有助于把政府与产业界、顶层
设计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协同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持续
较快增收，有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业的

‘航母’效应，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产品加
工业又好又快发展。”农业部副部长陈晓
华表示。

激发农村创业创新热情

黑龙江五常市是优质水稻主产区，
大米加工业比较发达。五常市五常镇远

景村博远种植养殖合作社有 1 万多亩优
质水稻种植基地，从2007年以来，围绕
着水稻建立生态循环产业链，发展大米
加工业，建立养鸡场，利用稻壳和鸡粪
制作有机肥料，再施到稻田里。“这样，
就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当地农民500人实现了就业。”合作社技
术指导赵淑敏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能够引导农户按照加工和
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打造了农民就业增
收新模式。据统计，2015年农产品加工
业吸纳 3000 多万人就业，其中 70%以
上是农民，农民人均收入的9%以上是来
自农产品加工业的工资性收入，加上关
联产业比重则更大。据有关部门测算，
农业与加工业产值比值每增加 0.1 个百
分点，就可以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193
元，每增加亿元加工营业收入就可吸纳
96人就业，明显高于工业。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有利于引领农村产业融
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既与农业血脉相连，又与工商业密不
可分，能够带动上下关联产业的发展，
带动众多小微企业共同成长，扩大农村
就业，也利于从更广阔的领域激发农村
创业创新热情，加速新业态新模式的孵
化成长，是农民增收的“稳定器”、新农
民的“孵化器”、调结构的“转化器”和
三次产业融合的“链接器”。

目前，农产品加工业、农民创业创
新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据统计，2016 年 1 至 9 月，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7%，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主
营业务收入增速高 1.0 个百分点。农民
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 450 万，成
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亮点。

随着农村创业人数越来越多，创业
新热潮正在形成。据农业部抽样分析，
80%的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领域都是
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创业领域逐步覆盖
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三
品一标”农产品生产经营、特色工艺产
业等，创办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
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
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并呈现出融合互
动、竞相发展的趋势。

建立融合发展长效机制

当前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着满足消费
结构升级需求和经济下行压力，存在着用
地融资难度加大、运营成本上升较快、发
展方式比较粗放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而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仍然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产业之间互联互通性不强，
从事生产的不从事加工、物流、销售，从事
加工的不从事生产，从事物流、销售的不从
事生产、加工；大宗农产品的产业链、价值
链实现不充分，走不出“种来种去、养来养
去、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怪圈。

专家认为，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为
关键的是要有相应的组织载体和融合模
式，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要积极发展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

份制等组织形式，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组织形式，
形成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
灵活的制度安排，以适用于农业农村多种
多样的生产经营活动。鼓励发展股份制
组织形式，发挥其适应市场、要素集中、权
责明确、运营有效的作用。

要积极探索各种融合模式，让农民
参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过程。探索
发展农户+合作社+加工流通企业的模
式。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向前延伸建设标
准化原料基地，向后延伸建物流配送和
市场营销体系，探索发展公司+基地+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将集中连片的原料
基地、加工园区和物流配送基地链接在
一起，发展区域性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
示范区。

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强融
合发展技术集成创新，以技术创新向三
次产业渗透融合，树立“大食物、大农
业、大资源、大生态”理念，全方位、
多途径扩大食物来源，生产营养安全、
美味健康、方便实惠的食品和质优、价
廉、物美、实用的加工制品，提高供给
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保障国家食物安
全、产业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
加快推进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
建设，构建“产学研推用”有机融合的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技
术集成基地。

要加强融合发展资金整合力度，将
资金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需要，整合
成符合融合发展的资金链，统筹安排和
配置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所需资源，形成
促进融合发展的合力。

产地初加工补助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访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宗锦耀

本报记者 李华林

福建莲子种植面积近 10 万亩，主要分布在闽西
北一带，年产 9000 多吨莲子，年产值达 15 亿元。莲
子初加工难一度是制约该省莲子产业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福建省以建宁县为重点，大力发展莲子加
工，推动产业升级，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带动农村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使 得 莲 子 产 业 走 上 发 展 的 快
车道。

建宁县是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多业态复合型)
试点示范县，近年来通过延伸莲子产业链条，让农民从
产业链条增值中获益。该县通过实施产地初加工项目，
扩大了莲子种植面积，目前全县有莲子产业基地 4.2 万
多亩，带动农户 （社员） 1.8 万多户，农户从农业产业
化经营中实现人均年增收500余元。

该县成立莲子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组装式冷藏
库，为社员生产的莲子提供保鲜冷藏服务，实现错
时销售，避免产品收获季节价低卖难问题，在市场
供应紧缺、价格上涨时出售，从而获取最佳效益。
去年 7 至 9 月份莲子采收期，鲜莲的收购价为每千克
25 至 28 元，经过处理后保鲜的莲子成本价为每千克
30 至 36 元,干莲的收购价为每千克 64 至 70 元。经保
鲜贮藏 90 天左右，在春节前后进行销售，成本价每
千克只增加 0.3 元，但鲜莲的销售价增加了 2.5 倍，
干莲的价格每千克提高到了 94 至 102 元，大大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

通过鲜莲保鲜等设施建设，提高了产品研发、生
产的原料供应能力，打破了长期以来建莲主要产品为
建宁通心白莲 （干） 和莲心的局面，现有冻干莲子、
速冻鲜莲、莲籽露、莲芯雪、营养莲子米粉、莲子
糊、莲心含片、一品莲速溶茶、莲藕粉、即食莲子等
系列产品，以及采用生物酶提取建莲附属物莲叶、莲
梗、莲蓬类黄酮和生物活性碱等有效成分，开拓了建
莲产业的新市场。

建宁县凭借遍布全县的荷塘莲香、丰富的美食特产
和独特旅游资源，打造原生态田园风光旅游产品，带动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以莲子 （荷花） 为主的莲乡旅游文
化，助推建宁莲乡莲文化挖掘取得突破，成了名副其实
的莲乡、莲城。

莲子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商贸流通、住宿餐饮等传统
服务业快速发展。目前建宁县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现
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已建成
闽赣省际电商产业园、闽赣省际物流园，被评为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2016 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
额突破5亿元。

福建建宁县:

莲子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四川省眉山市是“中国泡菜之乡”。近年来，该市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了泡菜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将

“小泡菜”做成“大产业”，成为四川泡菜的主产地、核心
区、排头兵，占据四川泡菜产业“半壁江山”。

政府全力推动是眉山市泡菜产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
的主要原因。上世纪 80 年代起，眉山市泡菜加工产业
逐步由作坊式加工向工厂化生产转变，2009 年出台

《强力推进泡菜产业发展的决定》，成立完善相关机构，
建设专业园区，出台扶持政策，整合项目资金，对原料
基地建设、品牌创建、科技创新、出口创汇等泡菜全产
业链予以扶持。眉山泡菜加工产业驶上发展快车道，每
年销售收入递增 20%以上，2015 年销售收入达到 136
亿元。

眉山市本着“产业集中、企业入园、集群发展”的思
路，建成“中国泡菜城”以及松江镇、太和镇三大泡菜加工
企业产业集群。目前，全市泡菜企业 64 家，标准化生产
线 139 条。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 家，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 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 37 家，亿
元企业 10 家，获得自营出口企业 9 家，取得国外投资资
格企业1家。

眉山市以创新不断推动泡菜产业升级，成立了四川
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强与四川大学、四川农
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泡菜产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9
项，直投式乳酸菌发酵加工泡菜技术获得国家食品行业
科技发明一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萝卜雄性不育系创
制、新品种选育与应用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企业和科
研机构每年研发泡菜新产品100余个。

眉山市着力打造“东坡泡菜”品牌，并以“东坡泡菜”
整体形象参与全国市场竞争。现在“东坡泡菜”是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5 个、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基地 5 个、有机食品 21 个、绿色
食品 74 个。眉山泡菜已销往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美
国、英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红油泡菜系列占全
国销售市场 80%，李记的鱼酸菜和酸菜鱼佐料占全国销
售市场70%。

泡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眉山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目前该市建成原料基地 42 万亩，带动 21 万户基地
农户增收 8.6 亿元。建成了全国首个“中国泡菜城”，聚
集泡菜加工企业及上下游企业 30 余家，提供务工岗位
2.5 万个，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6.5 亿元。初步形成了以
泡菜博物馆、万亩标准化基地为核心的中国泡菜城观光
旅游环线，常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以上。

四川省眉山市：

“ 小 泡 菜 ”做 成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刘 慧

上图 辽宁盘锦市鼎翔米业公司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大米加工生产线，确保大米加工品质。图为工人在检查大
米加工情况。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左图 黑龙江五常市金福粮油加工有限公司建设的金
福泰鸭稻观光示范园，实行鸭稻共作，实现了绿色、生态、有
机种植。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年终策划）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补助政策是
党中央、国务院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
要内容，自从2012年实施以来，取得哪
些成效？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发展的重
点是什么呢？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农业
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宗锦耀。

记者：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
自实施以来，取得了哪些成效？

宗锦耀：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
自 2012 年正式实施，至今已有 5 个年
头。5 年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累计
达 34 亿元，实施区域由最初的 11 个省

（区、市）扩大到20个省（区、市）。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补助政策共扶持 632
个县、近 5 万农户、8300 多个合作社新建
马铃薯贮藏窖、果蔬贮藏库和烘干房等初
加工设施 10 万余座，新增马铃薯贮藏能
力 170 万吨、果蔬贮藏能力 240 万吨、果
蔬烘干能力240万吨。

补助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农产品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延
长农产品贮藏期、加工期，有效解决了
农产品产后损失大、质量安全隐患突出
以及收获期集中上市而导致的价低、卖
难等问题，实现了农产品的错季销售和
均衡供应，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据测
算，中央财政投入和农民增收之比可达
1∶3。补助政策实施还给农民提供了更
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培育了一批优秀农
村职业经纪人，壮大了一批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纳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走出
了一条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致富路。各地
通过集中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
促进了种植、贮藏、加工、销售各环节
有机结合，有力推动了当地以优势农产
品为龙头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各地依托初加工设施大力推进电子商
务，为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
户、走向国际市场开辟了快车道。

记者：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
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宗锦耀：5 年来，补助政策实施情
况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
是补助政策尚不能满足基层需求。补助
资金和政策覆盖面有限，全国还有11个
省 （区、市） 未纳入实施范围。二是配
套政策落实不力。一些地区反映初加工
用电、用地困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 等文件提出的初加工用地、用电以
及初加工产品享受运输“绿色通道”等
优惠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到基层。三是
重建设轻使用。个别地区农业管理部门
重设施建设、轻使用维护，没有针对初
加工设施使用方法开展有效培训，设施

使用不便、利用率不高。四是商品化处
理设施配套不足。目前财政补助仅限于
贮藏、烘干设施，功能较为单一，缺少
对清洗、分选、包装等配套设施的补
助，不利于形成加工链条更长、更加高
效便捷的农产品商品化处理生产线。

记者：未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
工作重点是什么？

宗锦耀：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
策是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一手抓
实施、一手抓监管，把实施政策的重点
进一步向优势产区、老少边穷地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强化集中连片建
设，指导各地开展多级培训，做好技术
支撑，发挥补助政策的示范带动效应。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加大监
督管理力度，提高监管效率，确保政策
高效实施。


